
■九江双蒸龙舟联赛，龙舟劲旅争夺“短道之王”荣誉。■“村BA”已成为南海乡村振兴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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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旺弟：儒溪村目前正在大力打造文

旅 IP。文旅 IP的培育、打造，需要更细致

的顶层部署与谋划。目前南海在这一块上

还不够成熟，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特别是完善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配套设

施和服务设施。接待游客的能力和水平提

升了，人气会更旺。

邓洁茜：可以充分挖掘南海本土文化

精神内核，推动本土文化进校园。首先要

让学生走出学校，在研学活动中感受乡村

发展。其次，传统文化项目要融入学校建

设中。现在许多学校都会立足区域传统文

化开设特色课程，例如西樵民乐小学的咏

春拳课程、里水小学的粤剧团等，让传统文

化伴随学生成长，本土文化的生命力能更

持久。最后，要多带学生到科技园区去，感

受创新发展中的南海，提高孩子们的文化

自信。

陈品良：我们应该思考乡村文化的重

塑路径，思考如何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

秀传统乡土文化。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

得住，就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特质，挖掘

出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

产，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力求让“一村

一品”从愿景走向现实。未来，南海要加大

对古村落、古建筑、古文物的保护力度，深

入挖掘民间艺术、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并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

有机结合起来。

文体“出圈”乡村更活更火
南海区各级人大代表探索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

南海“村BA”赛场上激战连场、“叠滘龙船漂移”岸上观众“山呼海啸”……近段时间，在南海乡村举办的多场文体活动燃爆
全网，持续“出圈”。呐喊声、鼓点声交织汇聚的同时，一股激情澎湃的热浪正在乡村掀起，唤醒了群众对乡土文化的共识与热情。

这些乡村文化体育活动为何受到热捧？这当然与活动的自身魅力、有关部门的大力宣传有关，但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
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的南海，每个镇（街道）、村（社区）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火种。近日，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联合南

海融媒体中心邀请了三位南海区内的人大代表，他们结合本职工作，就如何推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进行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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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力无穷的活动中
找寻更多乡村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是多元

化、发展快速化、需求多样化的

新乡村。以“文体之力”滋养群

众心灵，满足人民的需要，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龙舟赛、“村BA”呈现出来

的乡村繁荣景象，正是南海乡土

文明在新时代的厚积薄发，如

今，更应该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挖掘”与“创新”同频共

振。正如陈品良代表所说，“要

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就

要 充 分 挖 掘 乡 村 文 化 的 特

质”。在南海，每个乡村都有独

特的文化体育火种，需要顺应

现代化潮流大胆探索，点燃更

多群众对优秀乡土文化的共识

与热情。

“育人”与“揽才”并驾齐

驱。邓洁茜代表的观点始终围

绕“人”字。她认为，乡土文化

是乡村教育的资源，当乡土文

化与基础教育相结合，让文化

自信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乡村也就更有未来。另一方

面，要让更多乡土文化人才“破

土而出”，人才队伍越优秀，文

化事业发展的根基也就更稳

固。

“谋划”与“运营”持续发

力。从比赛现场到场外经济，

从民宿、餐饮到特产销售，乡村

文体活动“出圈”的背后离不开

运营思维。南海大地艺术节、

稻田音乐会等活动为儒溪村打

开了发展“村游”的大门，也让

陈旺弟代表思考起来：“做强乡

村文体产业，我们需要更多基

础配套，需要更精心的谋划。”

代表所谈的“需要”，正是

南海乡村文体发展的“必要”。

如今，乡村文体活动正成为乡

村产业发展、群众精神富裕的

源泉。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中，我们期待更多现象级乡村

文化盛宴，为群众带来更多幸

福感、获得感、满足感。

陈旺弟：南海“村BA”的火爆背后，是乡

村文体发展在新时代的厚积薄发。十几年

前，儒溪村就以组建篮球队作为突破口，凝聚

人心。现在，儒溪村暑假男子篮球赛已经举

办到第十五届，每年夏天起码有两个月是全

民打篮球的。

儒溪村内的16个篮球场早在20年前就

已建成，近几年还在不断翻新设施和优化场

地。南海向来重视对乡村文化和体育活动的

投入，这是文体活动持续“出圈”的原因之一。

邓洁茜：近段时间我参加了在里水举办

的“畅游梦里水乡”活动，沉浸式体验独具岭

南水乡风情的夜间盛景，再一次感受到南海

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

实力。像这样的“文旅+乡村振兴”，丰富了乡

村旅游文化内涵和业态产品，呈现出蓬勃的

发展活力。

陈品良：九江的“起龙”仪式在今年端午

被央视报道，让九江龙舟文化再次被更多人

熟知。除了“起龙”仪式之外，我们还有采青、

结契、龙船饭、藏龙等活动，都值得探究。

南海乡村文体底蕴深厚

谈现象

陈旺弟

全国人大代表、

西樵镇儒溪村党委书记

邓洁茜

南海区人大代表、

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

今年，叠滘龙船漂移、盐步老龙礼

俗、“半山扒龙船”以及南海“村BA”等文

体活动持续“出圈”，我们隔着屏幕、通过

文章都能感受到现场热烈的氛围，各位

代表有没有去现场体验一番，又有哪些

故事想分享？

陈旺弟：端午节前夕的一个夜晚，我到桂

城千灯湖附近游玩时发现有龙舟队正在训练，

非常多人围观。这让我很惊讶，原来繁华的闹

市区也有人划龙舟！实际上这也体现了群众文

化需求的转变，在城市里奔波的年轻人也爱上

了龙舟这一传统文化，反映了大家对历史、文化

和创造力的尊重和追求。

邓洁茜：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

如今，南海群众在伦理观念、艺术审美等方面

都有更新的追求，也对高雅艺术、历史文化科

技等领域有了更深的认识。今年暑假，许多家

长带着孩子到南海乡村，体验一些传统文化项

目。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对文化的需

求。

陈品良：今年7月，我为九江镇“展翅计

划”青年暑期实习见习能力提升行动暨“青春

创造营”的青年们开展了一场特色课程，通过

讲解多首解放之前描绘九江风土人情的诗

歌，带他们了解九江特有的“桑园围文化”“鱼

花文化”“华侨文化”“乡贤慈善文化”等。很

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九江开展研学

活动，进一步思考九江文化的保育和传承。

乡土文化要挖掘、继承、创新谈突破

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推动乡村振兴，即消

除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城乡融合”最大的目标就是

要实现城乡两个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如何通过激活传统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将城市的人流和消费力吸引回乡，让本地人扎根，让外出人回流？

陈旺弟：这涉及到很多因素，包括

生活环境的提升和文化氛围的营造。

无论是让本地人扎根，还是吸引外出

人回流，核心都在如何办好让群众满

意的活动。

儒溪村近期举办的稻田音乐会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将村里近年

来的各项工作串词在音乐会中，向群

众深入宣传和解读儒溪。另一方面，

本村青年开设的特色茶饮店也吸引了

众多前来听音乐、赏稻谷的游客。这

场音乐会起到了让本地人扎根、让外

出人回流的作用。

邓洁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

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更离不开那

些有能力、有思路、有担当的“新乡贤”

助力。据我了解，2023年强国青年科

学家寻访活动，一大批青年科学家回

到南海，了解南海的发展，南海也给予

了这些青年科学家最高礼遇。相信在

这样的趋势下，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

多人愿意回到南海投身建设。

陈品良：乡村振兴，人才很关键。

就在8月，九江镇组织近100名流动

党员开展教育培训班，内容涵盖了党建

知识、法律政策、文化历史等方面，让流

动党员了解九江的历史文化，能够提

升其文化自信，激发文化自强意识。

陈旺弟：今年，南海的乡村旅游发

展初显成效。目前，南海农村社区的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硬件、软件基础相

对薄弱，这需要区、镇继续谋划与推

动，例如设立乡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让真正适合乡村、切实发挥作用的文

化建设项目的运行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发展乡村文体活动，南

海还缺乏专业文化人才。比如篮球

赛，就需要专业裁判上场。因此南海

可以围绕乡村文体开设相关培训班。

邓洁茜：南海各镇街开发了多样

的文旅项目，如何让这些文旅项目吸

引到人、产生效益，值得再思考。我认

为首先要加强宣传，尤其是区内各个

镇街之间的宣传。建议从区级层面部

署与谋划，在宣传上要多整合区内的

乡村文旅资源，提高各镇街文旅的影

响力。

陈品良：南海为留住人才做了很

多努力，但离乡村振兴人才“造血”的

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眼睛不能

只盯着外面，还要善于从脚下的土地

去发现人才，培养本土能人。建议在

本土人才福利政策待遇方面下功夫，

为乡村留住素质高、品德好的人才。

盘活传统文化IP
激活破圈发展源动力

谈发展

本土文化一经发掘传承，总能

焕发全新活力。有着悠久历史的南

海，传统文化资源藏于各个村落，如

何因地制宜，对传统文化进行 IP 化

开发？

问

陈品良

九江镇人大代表、

九江镇地情专家

问

问

问
南海区围绕“1114”工作体系，实施“水上南海”发展战略，努力构建“三带

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从政策创新、人才支撑、产业带动、文化“双创”、艺术

熏陶等五个方面发力，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当前，南海在发展文化赋

能乡村振兴方面存在哪些短板瓶颈？对此，你们有何意见建议？

南海现象级文体活动频现，说明群众

对丰富精神生活有了更高追求。当前，南

海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新时

代基层群众对文化有哪些需求？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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